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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史料考证 , 确定了 1125 年兰州 7 级大震时被震毁的益机滩堡的位置.根据史料记载的

该次地震的破坏范围及实地考察结果 ,认为该次地震的震中位置可能在现今河口及八盘峡 、西固 、

阿干镇一带 ,在这一范围内 , 黄土滑坡密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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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元 1125 年 8 月 30日在兰州附近曾发生过一次 7 级地震.该次地震发生的具体位置对兰州市的地震安

全性评价是很重要的.多年来 , 中国许多学者先后对该次地震的震中位置进行了现场考察和史料考证 ,但都未

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最近 , 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和现场考察 , 对该次地震的震中位置有了新的认识.本

文对此作了介绍.

1　研究思路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宣和七年七月已亥熙河路地震 ,有裂数十丈者 , 兰州尤甚 , 陷数百家 , 仓库俱

没。河东诸郡或震裂。”《宋史·忠义传》记载:“地震秦陇 ,金城六城坏。(郑)骧为盖言:六城熙河重地 , 宜趣缮

治 ,因自清董兵护筑益机滩新堡六百步 , 以控西夏。” [ 1]　宋代金城即现今兰州市.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 ,

1125 年地震的主要震害有:兰州六城坏;地裂数十丈;摧塌屋宇 , 仓库俱没;大规模滑坡 , 陷数百家;河东诸郡

或震裂.“熙河路地震 ,兰州尤甚” ,表明该次地震的震中可能在兰州辖区内.“兰州六城坏”表明只要找到兰州

被破坏的六城的位置 , 该次地震的破坏范围就大致可以圈定.但是当时兰州有城堡十余处.从《宋史·忠义传》

得知[ 2] ,益机滩堡在地震时被破坏 ,震后重建了新堡 , 无疑益机滩堡应是六城中的一个.如果能找到益机滩堡

位置 ,其它几个城堡的位置即可确定.

由于该次地震造成大规模的滑坡 ,因而通过野外考察和航片判读 ,找出兰州地区大规模滑坡群 ,再与以益

机滩堡为代表的六城位置结合起来 ,就有可能确定出较为准确的震中位置.

2　史料考证结果
2.1　益机滩堡位置考证

根据以上认识 ,作者查阅了数百册文献史料 ,圈定了北宋末年兰州的范围及所属城堡.北宋末年兰州府设

在兰泉县 ,即今兰州市区 , 所辖城堡(关)约十余处(图 1).通过有重点地对这些城堡进行的实地考察 , 确定了

益机滩堡及震后重建的新堡的具体位置.

光绪十八年《重修皋兰县志》中有下述记载:“案宋史郑骧传 , 秦陇地震 ,金城六城坏。骧自请护筑益机

滩新堡以控西夏。方舆纪要:西古城在兰州西四十里 , 又西四十里为积滩堡 ,俱宋置。考积滩堡应即益机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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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宋时兰州辖区及 1125年兰州 7级大震极震区

Fig.1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 ion of Lanzhou during the north S ong dynasty

　　　 and meizoseismal region of the Lanzhou MS7 earthquake in 1125.

堡。今新城西十里有废堡遗址 , 俗名

老古城 ,应即宋时所筑。此堡既以新

城命名 ,自系对旧城而言。赵记偶未

叙及耳。又此滩多生萁萁草故堡名。

因之 ,赵记及黄志均作积积当与宋史

之称为益机 ,纪要之称为积同一音近

而讹 ,今并改正。” ①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认为 , 益机

滩堡又称积滩堡或萁萁滩堡 , 因多生

萁萁草得名.作者从对几十名老人的

调查中得知 ,在河口新城旁原有旧堡

一座 , 也叫萁萁滩堡 , 该堡比建于明

成化二十年(1484 年)的新城更古老.

这些老年人年青时还看到过该堡残

留的断墙残壁.据有的老人回忆 , 该

堡至少有八九个民院那么大.现在的

民院为每边长 16 m 的正方形 , 也就

是说 ,萁萁滩堡周长约为 16×4×9=

576 m ,这与史料记载的“护筑益机滩

新堡六百步”规模相当.明代建的新城就在萁萁滩堡旁 ,南北长约 1 km ,有东西 2 个门.东城门的匾上写有“兰

峰襟带” 4 个大字.现新城和萁萁滩堡城墙均由于近年建设而荡然无存.旧堡应为 1125 年地震后郑骧建的新

堡.距河口新城西约 5 km 的维尼纶厂内 , 原有古堡一座.也称萁萁滩堡 , 俗名老古城 ,又称古城川.在调查访

问中 ,据当地老人介绍 , 这座古城时代久远.他们年青时曾到古城中游玩.古城城墙断断续续 , 大部分只残留墙

基.城墙很宽 , 上部可通架子车.残留的城墙最高的约有五六米.维尼纶厂建厂时古城才被拆毁.这可能就是地

震震毁的益机滩堡.

王火亘(1878～ 1959),字著名 , 兰州市人.解放前曾任甘肃省省长公署秘书长 、政务厅厅长.解放后 , 任甘肃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甘肃文史馆第一副馆长.1997 年 12 月出版的《王火亘诗文集》 ②中收录有他所编

写的“甘肃历代地震记” .在该文中 , 王火亘通过严肃的考证 , 也认为益机滩新堡为今河口新城的西大城.

从地理形势上看 ,萁萁滩旧堡和新堡均位于黄河南岸 ,隔河与西夏对峙.《重修皋兰县志》云:“兰之西七十

里萁萁滩者 ,环山滨河 , 河冻时贼往来之要地也。于斯筑城屯兵。于内则进可以遏贼来 , 退可以截贼去。 ……

吾兰有备 ,贼必不敢 口
止俞河为寇。”这与史料记载的“六城熙河重地……护筑益机滩新堡六百步 ,以控西夏”的作

用是相符的.

根据作者对兰州市周围各县区的考察和资料分析 , 除萁萁滩外 ,再未发现有与益机滩堡音相近的地方 ,所

以 ,萁萁滩堡有可能就是益机滩堡.益机滩旧堡位于现今河口南车站维尼纶厂内;新堡位于河口新城旁.

2.2　1125 年地震极震区范围

作者对北宋时兰州所辖的现今榆中境内的龛谷 、定远 、西市新城 、东关堡 、质孤堡等地进行了现场考察 , 发

现这些地区破坏现象较少 ,主要属人为破坏.因而震中应在兰州以西.北宋时兰州以北为西夏辖区 , 现今永登

红城为西夏十二大军司之一的卓罗和南军司驻地(图 1).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西夏文献 , 均未发现 1125 年地震

的破坏记载.所以该次地震时破坏较重的区域应在西夏辖区以南.

该次地震时被破坏的 6 城应包括兰州(宋时为兰泉县 ,今为兰州市区)和益机滩堡 , 而且其余 4 城应与兰

州和益机滩堡相距不远.根据上述调查 , 其余 4 城应位于兰州和益机滩堡以西和以南.从图 1 可以看出 ,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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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现阿干镇)、京玉关(现八盘峡)、西关堡(现西固)和皋兰堡(现兰州西南)可能属于 6 城之内.因此 , 1125 年

地震的极震区可能位于现今阿干镇 、八盘峡 、西固 、河口一带(图 1).

上述结论与袁道阳等①所圈定的兰州地区黄土滑坡分布范围完全一致(图 2).

1 滑坡与分期;2 河流及水系;3 阶地及级数;4 Q4 断裂;

5 Q 1 ～ 2断裂;6 推测断裂;7 北宋地名

图 2　兰州地区黄土滑坡分布

Fig.2　Dist ribution of loess landslips in Lanzhou area.

3　结语
本文给出的 1125 年地震的极震区范围主要是根据史料考证的结果 ,认识也只是初步的 , 但是可以为今后

对该次地震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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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results of tex tual research on histo rical data , location of Yijitanbao w hich had

been destroyed during the 1125 Lanzhou M S7 earthquake is determined.Analysing dest royed

range of the event f rom historical data and site investigation , epicentral region of the event may be

from Hekou ,Bapanxia , Xigu to Aganzhen where Loess landslips is densely dist ributed.

Key words:Gansu;Epicentral region;Textual research on historical data;Lanzhou M7 earth-

quake in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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